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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中高职协调发展，专业调整紧跟市场，校企对接形成双赢———

职业教育的寿光模式
没有一流的职业教育，就没有一流的技工。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而没有一流的产品，就没有一流的企业。
近年来，寿光经济快速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县域经济发展中，都成为佼佼者。

这和寿光主动把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到增强经济后续竞争力的高度不无关联。
寿光处于国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叠加位置，为

“蓝黄”两区建设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寿光职业教育的新使命。
在创新职教办学模式，加强服务产业的目标下，寿光形成了以潍坊科技学院和寿光

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为主，南北呼应、中高职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格局。目前全市
中高职在校生3万余人，每年有9000名毕业生走上就业岗位。

□ 见习记者 张蓓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李茂军

偌大的校园、崭新的校舍、75个高标准实训室、
先进的实验设备……9月1日，是寿光市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搬入新校区后，开门迎新的第一天。眼前的
一切，让3500多名原校区的老生，以及900多名秋季
入学新生满怀欣喜。

今年的秋季开学，对寿光的中职教育来说，是
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2011年1月，针对寿光市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力量
分散、规模质量亟需提高的现实，寿光将原有5处中
职学校合并为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11年4
月，总投资6 . 2亿元，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
米，可容纳在校生1 . 5万人的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
校，在滨海(羊口)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目前，已有3
所学校完成搬迁，明年8月，剩下的两所学校搬迁
后，将全部完成整合。

6对“工”字形教训楼，让学生们可以在这边的
教学楼听完课后，马上到对边的实训楼做实训。“上
课和实训是一体的，学东西更快了。”纪台镇的梁冰
和孟德芳今年中考后，在父母的陪同下选报了该校
的“三二连读”会计专业。

原寿光市职业中心学校工贸校区的“老生”刘
凯感慨，自己终于可以每天都能洗澡了。“以前一层
楼只有一个卫生间，现在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
和太阳能热水器。”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半的他，对新
校区深有感触，操场上的塑胶跑道和以前的泥地操
场形成鲜明对比，教室里的电子白板更让他期待快
点开课。

“我们刚刚招标采购了一批设备，这是用中央
和地方的380万元专项资金采购的。”从教12年的机

械数控教学部主任王效安异常兴奋。整合前，他是
原寿光市技工学校的一名高级技师，由于上实训课
用的材料耗材大、价格高，最近几年数控专业已无
法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如今，借着整合的“东风”，
数控专业得以重获新生。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已被列为国家中职改
革发展示范校，获得中央专项资金1190万元。“我们
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2至3年的时间，把学校建成
全国一流的中职学校。”职教中心副校长王旭生介
绍，学校目前既有普通中职班、技校班、“3+2”及五
年一贯制高职班，也有“3+4”本科分段培养班。学校
将每年为社会输送学历教育毕业生4000人，开展社
会培训2万人次。

北有职教中心，南有潍坊科技学院。
提起寿光教育，不得不说一所寿光自己的大

学——— 潍坊科技学院。这所占地2000亩、建筑面积87
万平方米，含11个院系、全日制在校生2万多人的应
用型本科院校，如今已成了寿光的新名片。

“每年都有大量外地教育界人士来学校参观，
一说是寿光自己办的大学，大家都很吃惊。”潍坊科
技学院副院长张子泉介绍说。2001年，寿光6校合一，
组建了高职院校——— 潍坊科技职业学院，2008年学
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开创了县级政府办本科高校的
先河。近10年来，学校先后向社会输送了4万余名高
层次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目前，学校既有本科、专
科，也有五年制高职和部分中职，职业教育类型相
对健全。学校借此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搭建起了考
研、升本、升专等不同需要、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
成长立交桥。

南有大学，北有中职

目前，寿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500家，主营
业务收入过亿元的达到85家。随着企业发展质量的
不断提高，原有的粗加工模式逐渐被精细化的模式
所取代，仅凭力气干活的职工已越来越难以适应企
业需求。与此同时，全国大形势下的“学生就业难，
企业招工难”的状况，也同样困扰着寿光。

针对这种情况，寿光职教让专业“跟着产业
走”，让专业“围着市场转”。学校主动与企业对接，
定期了解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具体多大规
模，有计划地调整教学内容，在中、高职职业教育
中，形成了符合人才需求变化的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

寿光以蔬菜种植业、化工业、先进制造业等为
主导产业，潍坊科技学院根据发展需求，相继成立
贾思勰农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等11个院系，并设立
蔬菜园艺这一特色专业，先后引进17名农学博士，
年培养蔬菜专业学生200多人。

2011年，寿北成立了寿光滨海(羊口)经济开发
区，如今，落户开发区的职教中心，也成为寿北开发
和蓝黄两区建设的驱动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26日、27日，职教中心海
洋化工部主任李振娥带领老师，来到位于寿光渤海
工业园内的山东鲁清化工有限公司调研，了解到该
公司现急需一批化学工艺专业的高级技能操作工，
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调研组形成报告，将化学工
艺专业作为学校的重点发展专业。

据王旭生介绍，学校整合后，已组织专业部建
设项目组的老师，分别对寿光的新建特大型项目，
以及主导产业中的51家企业进行了走访调查。对未
能实地走访调研的企业，学校发放调查问卷，共发
放300份，已收回192份。

经过对用人数量、岗位工种、男女用工比、合作
方式等一一咨询、统计后，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充分论证，将原来5校的共27个专
业整合为22个专业。按照前瞻性、引领性原则，根据
羊口周边的华能风电、上海车配龙寿光国际汽车广
场、临港物流园等新建或在建项目的需求，增设港
口机械运行与维护、船舶制造与维修、火电厂热力
设备运行与检修、汽车维修与美容等专业，为项目
建成后运行储备人才。

专业设置，紧跟产业

校企对接，双赢格局
经过多年发展，寿光已初步形成了汽车制造、

石油装备、精细化工、造纸包装、食品加工、生物制
药等八大主导产业。预计到“十二五”末，寿光产业
工人的需求将达到18万人左右。

针对这种情况，潍坊科技学院和寿光职教中心
采取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共建“厂中校”、共建校外
实训基地及就业基地等多种校企合作形式，先后与
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歌尔声学、海化集团、潍柴动
力、联盟集团等40多家大中型企业签订联合办学协
议，每年定向培养学生千余人。既降低了企业培训
成本，为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招来即用”的专业技术
人才，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技能和就业率。

老师成为企业的项目负责人，这并不多见。而
在寿光，不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由学校老师直接
担任。默锐公司卤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处理等3个
项目的负责人，均由潍坊科技学院化工与环境学院
的3名博士担任。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泰汽集
团合作成立了育丰人力资源开发公司，集专业教
学、实习、技能培养、就业指导为一体，建成了与企
业生产现场对接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生产基地。

依托建筑工程学院成立了建筑安装公司、学府
房地产开发公司，依托贾思勰农学院成立了种业有
限公司……潍坊科技学院结合学科专业，建立了18
家学科性公司，其中建筑安装公司已成长为国家一
级企业，2012年完成工程结算收入3 . 2亿元。

与此同时，寿光职业教育还针对当地产业发
展，积极探索产学研用结合之路。

致知楼，是寿光职教中心现代农艺系的教学
楼。该教学楼，一层是组培、园艺等十多个实训室，
整个二层是企业家办公室，再往上是学生教室。“现
在已经对接了3名专家，其中一名是山东大学的教
授，我们正计划成立一个有关盐生植物的产学研一
体化研究机构。”寿光职教中心校企合作中心主任
韩炳章介绍说，“这里，两年前脚下就是晒盐的地
方。盐生植物研究机构，旨在通过研究适用的植物，
将原来的改造盐碱地，变为利用盐碱地。”

潍坊科技学院与中国农业大学、日本筑波大学
等联合成立“寿光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立项
省部级涉农科研课题10余项；蔬菜园艺特色专业，
自主培育的“鲁硕红”蔷薇推广到江苏、辽宁等地；
与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立

“寿光蔬菜育种与示范工作站”，研发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种子11种，其中寿研1号厚皮甜瓜、中寿12
号和中寿14号尖椒以及抗黄化曲叶病毒西红柿等
已得到大范围推广。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研发的“夏玉米—草菇
立体种植技术”在上口镇进行推广，为农民增收200
多万元；研制的新型农药“普鲁钠”已经大面积使
用；“地下卤水在河蟹人工育苗中的应用研究”解决
了海水污染严重、病害多、育苗成活率低的问题，已
推广到山东、河北、辽宁、湖北等沿海沿湖地区，每
年为渔民增收近亿元；和鼎力农业科技技术有限公
司搞海水种植开发利用，海水芹菜等三四种产品已
推向市场。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今年秋季开学第一天，学校工作人员在向新生介绍情况。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老师在检查实验器材。

潍坊科技学院图书馆。

潍坊科技学院的育苗实验室。

□ 张蓓 戴玉亮 王朋

“我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朱光文是
寿光孙家集街道一名种了20多年菜的普通菜农，同
时也是山东农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的一名“草根老
师”。以自己20多年的经验，朱光文教农民如何进行
高产高效的蔬菜栽培。

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近年来，寿光针
对不同的教育群体，按照“学校正规教育、农民技术
提升、民工技能培训”，分层次开展全民职业教育，
有力推动了经济建设。

农村职教，活到老学到老

在寿光，每一个农村社区都能看到一处教学培
训点，每一个镇(街道)都有一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30岁、40岁、50岁、60岁……这里的学生，有的已经白
发苍苍，有的刚开始下农田。

2012年12月，省教育厅公布了16个省级社区教
育示范区，寿光名列其中。

“社区教育也叫全民教育，无论是即将走上工
作岗位的在校生、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植户，还
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都有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
技能的实际需求。”寿光市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李
柏林介绍，截至目前，寿光已有15处社区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和45处教学点，根据居民和村民的需求，
定做“菜单”进行培训。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新型农民。通过集中培
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寿光在全市开展标准
化生产技术、农村实用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技术、国家涉农政策等培训，如今年培训菜农5万余
人。寿光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社
区学院为龙头，以镇街区农业技术服务站、社区分
院为骨干，以村科技综合服务大院、社区教学点为
网络的农村职教培训体系。

两条腿走路，民间组织力量大

除政府外，寿光还有不少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
农村职教，位于冬暖式蔬菜大棚大本营三元朱村的
山东农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就是其中一个。该校成
立于2009年，由王乐义任校长。

该校今年9月初刚结束的培训班上，寿光农业
局的高级农艺技师朱振华，带来了病虫害防治培
训；有着20多年种菜经验的三元朱村村民王连民，
传授了工厂化育苗的嫁接方法；王乐义讲述了寿光
农民种菜致富的先进事例。来自甘肃、四川、河北，
以及部分寿光本地的80多名菜农，学到了先进的蔬
菜种植技术。

“学校目前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农民。”据三元朱
村村委成员王学军介绍，菜农全部是免费学习，自
费食宿。目前，学校建成10个实践用的大棚，以及一
个大型农资超市展示中心。今年7月，学校能容纳
150人食宿的培训大楼建成。仅7月至9月，就开展培
训4期，培训500余人。

自1991年三元朱村以培训班的形式传播大棚
种植技术以来，全国各地已有近百万人次到三元朱
学习。山东农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成立后，先后培
养农民技术员5万余名，700余人获得潍坊市人社局
颁发的农民技师职称。

菜农“走出去”，传播致富经

“种了26年菜，虽然种得很好，但总感觉还有些
不明白的地方。”孙永顺是纪台镇的一名普通菜农，
去年7月他来到山东农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绿
色蔬菜种植培训。几天的学习，孙永顺受益匪浅。尤
其是在施肥方面，他了解到随着土壤酸化，传统的
施肥存在弊端，需要改良土壤。

“回去后，我用新学的施肥方式种了7亩地，植
物抗病性增强，病虫害减少了。”尝到甜头后，孙永
顺又到学校接受了两期培训。掌握了先进技术，再
加上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今年9月初孙永顺被辽
宁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聘为技术指导，教农民绿色蔬
菜种植。

据了解，通过各类培训，寿光10万农民获得了
“绿色证书”，2 . 4万农民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资格，
180名农民成为“农民科技专家”。寿光菜农在种大
棚路上边走边学的同时，没忘了让全省乃至全国的
菜农分享致富经。越来越多的寿光农民，像孙永顺
一样，培训后主动“走出去”，在复制寿光蔬菜模式
的同时，也带动当地农民致富。

另据了解，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寿光还开展
农民工培训。仅去年一年，就组织培训农村劳动力
1 . 5万人，培训合格率98%，就业率超过95%。

全民职教
成就“草根专家”

31 综合

1983年春天里的一天，孤苦无依的邻居郭延山
走进李玉金家，要“赖着”一起过日子……

导读

“赖”爹进家门，一养三十年

32 民生

寿光以做好全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16件实
事为主线，全力建设“文化寿光”和“文明寿光”，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连续3年全省居前……

让城乡百姓乐享“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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